
话题：我国公众普遍支
持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

博友发言

环保是否超标，不能单以晴天与否为标
准，应有综合评定标准。政府应该以更先
进、更细致的科学检验为依据，不能以笼统
的数据做标准，要以尽可能的详细数据来报
告空气质量。 博友王秀宇

只要是个人，现在都知道空气被污染
了，关键是所知道的污染源被控制得怎么样
了，不然，再增加100个检测项目又有什么
意义？ 博友饺子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
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看不见我，因为
我们都在雾里。 凌潇公子

话题：甘肃首次明确校
车特权 机动车遇校车须让行

博友发言

应该在全国提倡校车先行的制度，孩子
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希望交通部出台管理
制度，真正实现校车先行的制度。

博友秋之雨
不要再喊空口号了，相关部门也拿出一

点实际的举动，更不要又是三分钟热度，等
民众的关注度降低，又故态重演。另外，只
有出了事故的甘肃省是这种情形吗？其他
地区呢？人民的公仆们，相关的领导们，请
你们还是多来点实际的吧。

博友黄鹂鸟
用生命来换取教训或者经验是一种悲

哀。网友说得太好了：几万元的校车，装60
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只装一个官员。

博友是我

话题：人民日报谈宜黄
官员复出 呼吁给公众明确
说法

博友发言

是不能一棒子打死。可官员决策失误
损害了百姓利益，到头来百姓还要体谅他
们，原谅他们，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
有点说不通吧？ 博友吕作兴

复出以后，有什么机制保障他们这种官
员不会重蹈覆辙？倘若还有一点良知、一点
自尊，二位“建国”同志断不会接受这种复
出。 博友在树上

据当地回应，江西宜黄“此次复出任命
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
长”。请问这两人有什么“特长”？是不是有
不顾人民生命的“特长”？ 博友春天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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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买彩票中千万元大奖的消息夺人眼
球。但中奖者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一切信
息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众多彩民中
大奖的故事是彩票管理机构的一种宣传方式，
切中的正是普通百姓的赌博心理。（12月7日
《法制日报》）

有专家称，中国问题彩民超400万。所谓
问题彩民也就是“赌性十足”的彩民。现在明
白了，“问题彩民”正是彩票管理机构所期望
的，因此，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某些彩票管理机
构蓄意“培育”出来的。

比如，凡有彩民中了大奖，必大肆宣传，反
复提起，更渲染某些不具普遍性的细节，比如
第一次买就中了奖、只买了几块钱就中了几百
万上千万之类。还让彩民对着镜头“现身说
法”：“彩票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还会继续买。”

而彩票广告更竭力突出中奖面之大。至于彩
票销售点，为了扩大销售额，不仅片面宣传，更
是采取诸如赊账这样的违规之举，把彩民中的
负面心理扩大到极致。

于是，以为买彩票必有中彩机会，而且有
规律可循，只要持之以恒，大奖总有一天会垂
青于自己，如此“以小博大”的赌博心理，在彩
民中已是十分普遍，不少彩民甚至将买彩当成
了发财之道。不切实际的投入，不仅影响了正
常的生活。甚至如邯郸农行的两名经警，竟然
走火入魔到盗窃金库5100万巨款买彩票，最
后当然是一个大奖都未中，反而搭上了性命。

本来，彩票是公益性质，并非投资，更非赌
博，以极少量的闲钱换取极小的机会，对于彩
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底线。然而，财富神话的
冲击，让越来越多的彩民，不断突破这条底线。

但是，因为彩票根本区别于赌博的公益性
质，想要以买彩票“博一记”，终究要落空。事
实上，彩票返奖率低和极小的中奖概率，本来
就是有效抑制赌博的主要手段。因此多次买
彩票未中，甚至买了一辈子也未中一个大奖，
都再正常不过。以为“以小博大”可以轻易地
复制，因此而唤起的购彩热情，如专家所说，

“这无异于在增加社会灾难”。
彩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建立在

正确理解其性质、以奉献社会为出发点的基
础之上，彩票管理机构应实事求是地告诉彩
民这一点，淡化彩民的中彩意识，彩票的发
行应该顺其自然。现在，彩票管理机构居然
以中彩诱惑彩民买彩票，彩民也以中奖为目
的，彩票从公益滑向赌博，显然是社会不能
承受之重。

“网络行政”体现先行示范价值

试验，不能以人的生命为代价

彩票的公益性质不能改变
□钱夙伟（浙江）

12月5日上午7时30分许，合肥包河大道高架跨繁华大道下穿桥一截在建“贝雷梁”发生险情，重达300吨的
“贝雷梁”发生倾斜，笨重的钢梁朝东侧发生严重歪倒，导致在梁内施工的10多位工人受惊吓，其中6人赴医院检查
救治，有3人已入院，1人因手臂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官方发布消息称，此次是正常的破坏性试验。

新闻见昨日本报A22版

昔闻“试探性自杀”，今见“破坏性试验”，一
桩桩带血的荒唐悲剧，真令人叹为观止！既然
要搞“试验”，就应该有万无一失之计划，更不能
把工人的生命当儿戏。可仅仅是一次“破坏性
试验”，就一下子投入10多位工人“试验”，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看来，“破坏
性试验”果然有“破坏性”。如果试验是以生命
为代价，这与安全事故有何区别？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以往大凡遇到建筑工
程事故，总是有人拉客观，而这一次又想出了

“破坏性试验”新招，真是让人开了眼。不过，包
河大道高架桥“倒塌”事故，到底是“破坏性试
验”，还是安全责任事故，还真让人颇费思量。

俗话说，纸终究包不住火。我不明白，有
些人明知颠倒黑白糊弄人的谎言总有被揭穿
的一天，可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我以为，除

了法治不彰、有法不依之痼疾，恐怕与说谎的
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即
使谎言被揭穿，官方顶多就是承认“不妥”，然
后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未听说哪位说谎者
曾被依法治罪。

说白了，每当面对突发事件，有人总喜欢用
冷僻的“专业术语”来搪塞，目的就是阻止公众
寻求真相，并以此推卸责任。 和法堡

面对合肥市重点局包河大道高架项目负
责人及合肥市政府新闻办发言人的“试验说”，
我对这场破坏性试验有个疑问：为什么只有工
人“参加”试验，没有任何一名官员参与？这样
得出来的“试验数据”，准确吗？有说服力吗？
现在，煤矿都要求官员下井带班，高架施工，领
导也该“身先士卒”，这样才能让工人们不害
怕、没异议。

报上说，侥幸逃脱者和伤者都一致表示，
虽听闻过预压试验，但当日有10多位工人在梁
内正常施工，他们的任务很简单：拧紧螺栓，从
而固定“贝雷梁”，也就是说，工人们不知道是
在搞“破坏性试验”——在参与者不知情下“试
验”，这固然提高了“数据”的真实性，可又从一
个侧面否定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拿 10 多名
工人的性命不当回事，主导试验者要的是“带

血的数据”？他们不该对同胞这么冷血与残酷
吧！

其实，是“破坏性试验”，还是“生产性事
故”，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惊魂未定的工人们。
我敢说，当这些工人听说是在搞“破坏性试验”
时，肯定要回敬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员：
你们为何不来参与“破坏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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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试验”应该领导带头

今日本报 A05 版全文转发 12 月 7 日
《人民日报》近3000字的重磅报道，脉络清
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从 LYIC 到 ZZIC、从

“网络问政”到“网络行政”的全程。在转型
期社会，网络这一黏合和连接民众与管理
者的平台，其内涵与外延一再被挖掘，其能
量与张力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意义与民本
价值。借助网络这一平台，从“网络问政”
到“网络行政”在郑州风生水起，作为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的形式，正在完成着
某种程度的先行示范的作用和时代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当前阶段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
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
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是要重点抓好的工作
之一。妥善解决和处理发展中存在的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善用网络在社
会管理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愈来愈凸显。

检视之下就不难发现，囿于思路的固
化、平台的老化、权限的单一，一般意义上
的“网络问政”，已不足以满足民众介入参
与、监督反馈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

突破瓶颈的关键，显然是要“赋权”。
一句“网民留言=领导批示”看似简单，实
则蕴含着极大的管理智慧：赋予了 ZZIC

和“心通桥”足够的权限和问责职能，市直
各部门才会“把网民留言、群众诉求、人民
呼声同领导批示一样对待”，各种问题的解
决才会迅捷高效。“网络行政”有“权限”，更
要有运行机制与相关制度的保障。基于这
样的思考，由郑州市委、市政府督查室、
ZZIC、中原网“心通桥”和强势主流媒体郑
州日报、郑州晚报组成的网络舆情每日处
置联席会议形成了受理、跟踪、督办“三位
一体”的“网络问政”新格局，确保了从“网
络问政”到“网络行政”的运行自成一套完
备的流程和体系。在这里，民众的参与热
情被充分调动，百姓的被尊重和尊严感得
到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与服务也得
以完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民生小问
题得到了及时、妥善、有效的解决，强化了
便民、利民意识，极大地减少社会大问题

“堰塞”的可能。
1月10日的《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当

前社会管理四个维度的“表情”：“宁信访不
信法、公权强私权弱、个体诱发群体、网下
冒烟网上燃烧。”同时分析了“表情”背后的
四个“不适应症”：“守法不适应症、限权不
适应症、化小不适应症、监督不适应症。”简
单分析不难发现，如果说四个“表情”是对

社会管理现实概括陈述的话，那么，四个
“症状”道出的则是社会管理者自身存在的
问题。而以“网络行政”为代表的开创性的
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让公权变得更为谦虚，
让管理和服务更为人性化，让民生诉求的
解决更为便捷高效，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民
生“表情”得到及时疏解，管理者“不适应
症”被有效缓释。

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知，截至11
月 27 日，中原网“心通桥”上线运行一个
月，已经接到群众诉求 1719件，处理回复
1400 件。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由
ZZIC、网络舆情处置联席会议、“心通桥”
一起打造的受理、跟踪、督办三位一体从

“网络问政”到“网络行政”完善的平台，必
将在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持续推进跨越
式发展、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过
程中，更多务实为民，更多积极贡献。同时
我们相信，有“三个效率”、“七个机制”、“十
个不允许”为具体要求，有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的更多成功实践作为示范，郑州必将
会用更多务实重做、科学运作的行动，逐步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商的现代化都市
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真正“挑大梁，走
前头”！

总编辑评论 □ 石大东


